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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编《涡阳县志》是涡阳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编纂出版的

第一部县志，也是解放以来安徽省阜阳地区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

．部县志。 j
一

涡阳县位于豫皖交界的淮北平原上，古代素称．“梁宋吴楚之

冲，齐鲁汴洛之道”。这里有上百万勤劳勇敢的人民，有纵横回

曲的河渠，有平舒肥沃的耕地，有四季分明的气候，有富饶繁多

的物产。
’

， 从清同治三年(公元1864年)始建涡阳县起，至今已有1 2 1．

年历史。在旧社会， “百年魔怪舞蹁跹”，涡阳人民受“三座大

山”的压迫，灾难深重，万户萧疏。然而，涡阳人民是富有革命

性和战斗精神的人民，他们为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，进行了长

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。 清朝末午， 涡阳爆发了威震全国的捻军

起义。抗日战争时．期，涡阳县新兴集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

在地，刘少奇同志曾于1 93 9年到此视察指导工作。解放战争期

间，涡阻人民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

献．1 948年5月，涡阳县获得了解放。随着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，．
。

涡阳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在3 o多年的社会主义革

命和建设中，涡i阳的发展尽管有过挫折和失误，但仍取得了历史上

无可比拟的巨大成就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路线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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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民心顺畅，经济腾飞，市场繁荣，文教兴旺，城乡巨变。涡

阳大地沐浴着党的阳光，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，令人振奋欣喜的

新气象。 ．

盛世修志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。清朝和民国年

问，该县曾四次编纂《涡阳县志》，虽然其中保存了一些有价值

的材料，但其指导思想和记述的内容均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多

有缺点和糟粕j这部新修的社会主义的《涡阳县志》j一方面继

承发扬历史上修志的优良传统，剔除旧志糟粕，取其精华；另一．

方面，更注重历史创新，使用新的资料、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，

反映涡阳县古往今来发展变化的真实全貌。尽管为编纂者水平所

限，志书还有不足之处，但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

义新志书。 o

．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盛世需要修志。新志作为社会主义精
⋯

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，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 ‘

这部新县志记载了从建县到19 83年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

事、民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，堪称涡阳县的百科全书。它可以为

该县各级领导提供史料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鉴古知今，实施正确领

导；它可以向各行各业提供经济信息，进行科学研究，直接服务

于经济建设；广大人民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可以从这部新县志

中汲取爱国主义及革命英雄主义的丰富营养，以利培育共产主义

．的情操、‘品格、理想、’道德子孙后代则可以从这部新县志里了

解涡阳的县情、县史，从而倍受其惠。总之，这是-二部应予推荐

的好书。
·

《涡阳县志》的编纂成功，既是涡阳人民长期斗争实践的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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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参献!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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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涡阳县志》经过5年辛勤笔耕，终于梓行问世．

涡阳县位于安徽省的西北隅，境内有着丰富的矿藏，肥沃的

土地资源：汉魏之际，这里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，．“华佗南

渡曾囊药，曹丕东征此适舟?。勤劳勇敢的涡阳人民，在这里创

．。造了灿烂的文化。清成丰年间，这里爆发了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捻

军起义。20世纪30年代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自已

的组织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彭雪枫曾率新四军游击支队，在涡北新

兴集建立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政权。从建县以来，各个革命斗争

时期，涡阳人民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反抗阶级压迫和剥

削，为社会进步、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．

建国后，涡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致力于治愈战争创

伤，改善生产条件。1956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对资本主义工

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，有力

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1958年，县内兴建第一批工厂，工业产

值迅速上升。由于受极膏左糟路线影响，’60年代初，工农业生产

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。19 63年，涡阳县委、县政府贯彻落实党

中央的正确政策，纠正错误，-克服困难，工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

复． 口文化大革命打中，涡阳人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，

艰苦奋斗，兴建工厂和机电灌站，‘治理河道，发展交通，在口四

旁，植树，建设小集镇，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成就。党的十一届

一 ． ．，

· ；



兰中全会后，涡阳人民立足改革，努力振兴经济，工农商各业，

以及文化教育事业，都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向。财政收入逐

年增加，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 ．

当代社会，正处在信息交流的时代，各个行业都迫切需要全

面地、科学地认识和了解一地一方的情况。县志；作为一县的
、

“百科全书”，汇集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

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资料，是一地信息的储存库，能为各行业、

各类机构、各个学科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a『因此，编纂一部事实

确凿、观点正确，内容详备、体例完善的新县志，是发扬我国修

志的优良文化传统，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。它在辅佐政事，

发挥当地经济优势，恢复传统生产，．发展文化教育，，开发新的资

源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，必将起到重要作用。

王．长 远

1985年9月
。

-。。。‘。‘。。—。—-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‘‘。‘———‘———‘—-_--—‘__———_-
．

注-王长运，系原中共涡阳县委书记．



． 我到涡阳工作，新修《涡阳县志》．正在审核修订。承蒙县搀．
方志办公室同志送一套志稿。这套志稿，。既为我全面了解涡阳睁 ’，

重要参考资料；也为今后如何发羼涡阳．的经济，倡兴涡阳文化事
‘

·

业，指点迷津，作出正确决策的依据。任何别的书籍及文稿都无 ?

法替代，难以。相比。

地方志是中国独具的文化典籍。自其雏形至今，已绵延二千多

1 年。这种文化典籍，虽然说，是以记载客观世界变迁为其宗旨，

但是，它必然包含着创造这种文化典籍的文化人的主体性，及其

l 能动地对现实的选择。历代的旧方志，由于受封建王朝颁布的修

} 志体例所制约，致使歌颂封建王朝业绩j在任守令政绩、宣扬

．封建伦理适德等等错误泛滥。成为他们将横暴权力转化为教化权
一力，政治统治转化为文化统治的工具。因此，其文化人的自主性

l‘． 一旦失落，就不可避免地为某种凌驾于文吖匕之上的信条或权力所

控制，其创造的结晶，必然会掺入各种错误观点，违背了客观的、

真实性。 ·

当代编纂地方志书，要全面、真实地反映一个向现代化发展

的商品经济社会，要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选择有件表性的资料入

志，这就要编纂者力求避免历代文入所蹈陷之辙。因此，新编地
-

，，



除要有一个正确的编修指导思想外，还需要编纂者的创

以及对编修地方志书指导思想的正确理解。新编的地方

志书，实质上是文化的创造和文化主体性的显现迭合。

新编《涡阳县志》，历经编纂者几／卜寒暑的辛勤劳动，即将

付梓．7“审知今则可知古，知古则可知后。一这部志书，比较客

观地记述了涡阳的山川河流、人情风俗，比较公正地评述了涡阳

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事件◆愿后人以它为镜，扬传统之新风，弃

‘历代之弊习j开创涡阳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的新篇

李和中

1989年5月

注·李和中，现任中共涡阳县委书记

2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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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I四 。

涡阳．县，系清末捻军起义的发祥地．自同治三年(1864年)

设治，距今已有I 25年。中经世纪风云，天人灾祸，政权更新，社

会递变。昔日贫穷落后之区，今已物阜民殷，有逾他县。 ：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为了认识历史，了解县情，振

兴涡阳，有识之人提出编修县志，县委、县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，

于1 98 1年5月决定新编《涡阳县志》，1以志书的形式记载设县以． ·

来，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，涡阳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

历史。包括它的成功经验和朱败教训。时为省内首倡。 ．

。

‘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，经过广大修志人员的辛勤笔

耕，《涡阳县志》于1985年2月完成初稿，一省之内，捷足登先。同
‘

年lo月，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《涡阳县志》稿评议会，

借以“总结经验，推动全盘”。会后，．县志办公室的同志，又对 ，

志稿进行了修定加工后经阜阳行署审定，省地方志办公室验收，

于1 98 6年底终于定稿。这部县志，先后经历了6年，五易篇目，四易

． 其稿，可见修志不易，成果可喜．
、

1 984年以来，县委、县政府委我负责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工作，

事关一县记载，深感责任重大，于是内靠本县有志于此者，群策群．
。

．力；外求学界专长者指点帮助，精益求精，我只是尽其组织与服．
·

：} ／F



‘

‘务之职而已。涡阳旧存县志3部：其一，修于同治九年(1 870年)，‘

全志6卷；其二，铅印于民国十三年(1 9 24年)，始名《涡阳风土

记》，铅印时易名《涡阳县志》，全志18卷；其三，修于民国25

年(’1 93 6年)，定名为《涡阳‘县志略》，不分卷。旧志．中保存了
‘

大量的捻军活动的史料，及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，然而，历史观

点有待厘正，体例亦非佳构。新编《涡阳县志》，秀论是思想

性、资料性、科学性均非前志所能比拟，金书质朴而意明。．其间

． 军事，林业，水利、社会诸类，颇具地方特色和史料价值。

!兰忠不敏，．是书编定，出力有限，。而窃幸众手成志，感到无

限·欢欣。’’今值县志出版之际，写了如上一番话，权以与全县人民

．同庆同贺，志喜志贺，是为序言。
’

粟 兰 忠

1989年4月 j

注：栗兰忠，现任涡阳县人民政府县长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取事，始--于18s4年立县之时，下至1983年为止。少

数内容追本溯源至古代，重要事件叙至搁笔时止。

二、本志立卷首、。大事记、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教科

文、社会、人物及卷末，计十大部类，部类下按条目式排列。

。三，自立县至今，本县旧志计有四种版本或稿本，对此四部

志书内容，均撷取其精华录入本志。
‘

四、本志采取以类系事，横排门类，纵写事实的编写方法， ．

力求在继承前人修志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。

五、冠于志书之首的“概述”，意在反映本县大势-9略史j

六： “大事记一按年代顺序，载本县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、

要事。
． ，

七、．本志登载人物分传、表、录三部分。凡在县境内有影响

的人物，不分职位高低，均予入志，但以本籍人为主。循史志通

例，本志不为生人立传。列表入志的标准：建国以前为著名的学

者名流；建国以后科研人物为副教授及相当于此职称以上者，军

政人物为地师级以上者，劳模和先进人物为省人民政府以上单位

授予者。在本县境内牺牲的烈士，均在烈士英名录中，载以姓名

帮籍贯。

八、入志艺文，收录反映涡阳风土人情的作品。‘

九、本志军事卷详细记载捻军、新四军四师在涡阳的活动情



况．

十、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省、县档案和图书资料，及各区、

镇和各部门各单位编写的专业志书和发展史；部分采自回忆录，

数字来自县统计局。所用资料一般不再注明出处。

十一、本县原辖的江集、张村、阎集三区，于19 65年划归利

辛县所辖。志内记载的有关数字，自划出后，不再包含三区数

字。



j，÷

目 ‘录

●l上—‰
奁自 ··

，序一
。

序二

序三

序四

凡例 ，· ．

’

概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)

卷一．

大事记⋯⋯⋯⋯⋯⋯_．．．⋯(9)

’四季⋯⋯⋯：⋯⋯“⋯⋯⋯(49)

植物物候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候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土壤植被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1)

土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1)

植被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2)

自然资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4)

生物资源⋯⋯⋯⋯⋯⋯⋯(54)

土地资源⋯⋯⋯⋯··，⋯⋯(54)

其他资源⋯⋯⋯⋯⋯⋯“(54)
自然灾害⋯⋯·一⋯⋯⋯⋯⋯⋯(56)

奄一 坐一
’

地理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7) 蛩一

， 地理位置⋯一⋯·一‘⋯一：·一⋯。(1) · 经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3)
建制沿革⋯⋯一⋯⋯一⋯·o⋯(28) ． 农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3)

行政区划⋯⋯⋯⋯⋯·一一”⋯·(31) 土地占有⋯⋯⋯⋯⋯⋯⋯(63)

县城集镇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5) 管理体制⋯⋯⋯⋯⋯⋯⋯(67)

县城⋯··工⋯⋯⋯⋯·一⋯．(35) ．作物分布⋯⋯⋯⋯⋯⋯⋯(70)

主要集镇⋯⋯⋯⋯⋯⋯··(35) 农作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(70)

民族人口⋯⋯⋯⋯⋯⋯·一⋯⋯(41) 农业机具⋯⋯⋯⋯⋯⋯⋯(76)

民族⋯⋯⋯⋯⋯⋯．⋯⋯⋯(41) 多种经营⋯⋯⋯⋯⋯⋯⋯(79)

人口⋯·一⋯⋯⋯⋯⋯⋯··(41) 农牧渔场⋯：⋯⋯⋯⋯⋯··(82】

地质地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3) 双庙区砂疆黑土改良⋯⋯(83)

‘地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43) 林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6)

山脉⋯·一⋯⋯⋯⋯⋯⋯⋯(44) 树种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·(86)

河流⋯⋯⋯⋯⋯⋯··：⋯⋯(44)， 平原绿化⋯⋯⋯⋯⋯⋯⋯(88)

气候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·；⋯“(47) 管护⋯⋯⋯_⋯⋯⋯⋯⋯(90)

气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7) 单集林场⋯⋯⋯·00 0··⋯(92)

降雨⋯⋯．．．·—一⋯⋯⋯⋯(47) ， 附I造林先进单位⋯⋯⋯(92)

．

风向风速⋯⋯⋯⋯⋯⋯⋯(47) ‘i 水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4)

日照⋯⋯～·一··?⋯⋯⋯···(48) 0
7

沟河治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94)

湿魔”⋯⋯．．．⋯⋯⋯．，．⋯(48)_j ．闸涵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··(98)
、 1■’1．1

特球天气⋯⋯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⋯(49)懂_l二 涡河涡阳闸⋯⋯．．．⋯．．．(】oo)

· 五t j ，

．‘ 苔



排灌站⋯．．．⋯⋯⋯⋯Q00 0@@(101) 污染治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183)

井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2)， 财政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6)

喷灌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(103 j 财政收入⋯⋯⋯⋯⋯⋯⋯(186)

工业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．(105) 财政支出⋯⋯⋯⋯⋯⋯⋯(196)

食品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05) 预算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19．9)．．

化学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08)一 ．．金融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··(200)

电力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09> 金融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(200)

机械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 14) 货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i)

建材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15) 信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3)

皮革工业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(117) 储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7)

木材加工工业⋯⋯⋯⋯⋯(117) ． 公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8)

纺织工业⋯⋯⋯：⋯⋯⋯“(118) ’保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08)

印刷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19) 信用合作⋯⋯⋯⋯⋯⋯⋯(209)

其他工业D@O Q@$1 0．．(119) 经济综合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210)
’

乡镇企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21)
’

计划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210)

j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23) 物资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213)
‘

私营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23) 物价管理⋯⋯⋯⋯：⋯⋯··(219)

国营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26) 工商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222)

供销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36)‘ 审计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(225)

、} 合作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(140)． 标准计量管理．．⋯⋯⋯⋯‘(226)

‘霎：磊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慧三 卷四
．

，

对外贸易⋯⋯⋯⋯⋯⋯⋯(143^ _一
．·

7

t交通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(147) 政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31)
公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47、 政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231)

铁路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54) 中国共产党⋯⋯⋯⋯⋯⋯(231)

水路⋯⋯⋯“‘⋯⋯⋯⋯⋯(1 57) 中国国民党⋯⋯⋯⋯⋯⋯(239)

． 邮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0) 中国民党，青年党⋯⋯⋯(241)

邮政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0) 政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2)

电信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64) 县衙⋯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42)

城镇建设⋯⋯⋯⋯”0⋯⋯⋯”(168) 县行政公署⋯⋯⋯⋯⋯⋯(243)

县城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(168) 民回县政府⋯⋯⋯⋯⋯⋯(244)

集镇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(175) 抗日民主政府⋯⋯⋯⋯⋯(240)

城市绿化⋯⋯⋯⋯⋯⋯⋯(tT6) 解放区地方政府．．．、⋯⋯⋯(247)

房地产管理⋯⋯⋯⋯⋯⋯(1 r7) 县人民政府⋯⋯⋯⋯⋯⋯(247)

土地征用⋯⋯⋯⋯⋯⋯⋯(179) 附1日伪县政府⋯⋯⋯⋯(250)·

环境保护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“(181) 县人大常委会⋯⋯⋯⋯⋯⋯⋯(252)

猫头鹰保护区⋯⋯⋯⋯⋯(181) 机构沿革⋯⋯‘⋯‘：⋯⋯⋯。(252)

捉村生态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(181)
。

代表大会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(25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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